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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支持联合国举办生物多样性峰会，赞赏联合国一直以来在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所作努力

和贡献。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全面冲击的背景下，各方更应携手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方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工作，坚持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加速生物多样性在国内各部门和各领

域的主流化，通过实施生态保护工程等措施促进生态系统有效修复和保护，着力提高公众参与度，

推动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与交流，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生态文明建设

经验，加强生物多样性合作，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2050年愿景。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中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一

直是生物多样性多边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方主张平衡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的保

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的三大目标，在

坚持公正、透明、缔约方驱动原则前提下，推动各方扩大共识、相向而行，推动达成既具雄心又平

衡务实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生物多样性治理

体系。

　　一、坚持生态文明思想

　　为应对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倡导并建设生态文

明。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优秀传统思想，是以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

思想包含“八个坚持”原则，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将生

态文明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思想所倡导

的原则，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

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的三大目标，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高度契合。

　　近年来，中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问题的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

同行，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积极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倡导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之路。



　　二、采取有力政策措施

　　（一）加速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

　　建立生物多样性部门协调机制。2011年，中国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任主任，23个国务院部门组

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有力促进各部门间沟通与协调，统筹推进全国生物多样

性工作。

　　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计划。中国于2010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11—2030年），提出中国未来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

动。自2015年起，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对全国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观测，调查

记录超过210万条，不断跟踪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执行

进展。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专项规划。中国高度

重视生物多样性，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

—2020年），通过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形成生

态保护总体格局，并在生态保护与建设、水土保持、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濒危野生动植物保

护、水资源保护等相关规划和计划中进一步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措施。今年6月，中国发布

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全面提出未来十五年

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目标。

　　加速推进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四川、黑龙江等20多个地方政府先后发布了地方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并将其作为推动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和行动

落实的协调机制，参与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决策与部署，有力推动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二）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坚实法律保障。中国颁布和修订了《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种子法》《畜牧法》《渔业法》《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多部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完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监

管、生物安全及生态损害赔偿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全面有效政策。中国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文件，发布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总体方案》等政策措施，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立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保障人民群众健康。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明确提出要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加快《生物安全法》

的立法进程。

　　（三）提供资金保障



　　近年来，中国政府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资金持续加大。2017—2018年，连续两年安排

超过2600亿资金投入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是2008年投入的6倍。主要涉及领域包括自然保护区、

天然林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生物及物种资

源保护、外来物种管理、草原保护与恢复、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荒漠化石

漠化治理、降低捕捞强度、海洋环境保护与监测和相关转移支付等。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领域，

“十三五”期间即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2亿元，开展相关项目建设，提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监测、科研能力。

　　妥善利用财税激励措施，积极调动民间资本。2008年中国制定出台多项所得税优惠法律条款和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等企业的

应纳所得税允许不同比例的税前扣除、减免和减半征收。2009年起，中国对成品油消费税政策进行

调整，通过提高消费税费单位税额，有效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来促进资源环境保护。2012年起在多个

省份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后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增长一倍左右。2018年度，中国民间组织

共募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30亿元，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海洋和湿地保护、植树植草及环境教育等。

2020年中国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首期募资规模885亿元，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采用市场化运

作和企业化管理，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绿色金融责任体系，引导

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

　　（四）加强生态保护和恢复

　　在湿地、森林、河流、荒漠等领域实施多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注重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完整性，物种栖息地的联通性，

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科学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先后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湿、三北和长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海洋牧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等重点生态工程，有

效改善和恢复了重点区域野生动植物生境。森林面积稳步提升，草原退化趋势得到遏制，湿地保护

初见成效。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2009—2019

年，全国共完成造林面积7130.7万公顷，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卫星观测数据发

现，全球从2000—2017年新增的绿地面积中，25%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

全球首位。

　　稳步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的重要制度创新，是继“18

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对维系生态安全格局、维护生态系统功

能、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计划到2020年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占比达到25%

左右。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逐级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和极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覆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等，通过严格管理，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

扰动。生态保护红线是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不可

逾越的红线，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区域都实行“绝对”保护，它既不是“无人区”，也不是发展的

“真空区”。中国政府鼓励各地合理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优质生态资源，探索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的机制。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五）不断完善就地与迁地保护



　　在就地保护方面，中国积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截至2018年底，各类自

然保护地总数量已达1.18万个，其中国家公园试点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个，省级自然保护

区864个。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超过172.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以上。基本形成类型比较齐

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9%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在自然保护区中得到有效保护。

　　在迁地保护方面，中国建立植物园（树木园）近200个，保存植物2.3万余种。建立动物园（动

物展区）240多个，饲养各类动物775种；建立250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大熊猫、朱鹮等近10

种濒危动物种群开始恢复，6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和建立稳定人工种群。

　　（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持续推进数据监测、研究和整理工作。中国先后编制并发布一系列相关技术规范，建立了由10

个专项网和1个综合监测管理中心组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中国还开展了生物多样

性编目，先后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

动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等重要的生物物种名

录，为掌握全国生物多样性本底积累了基础数据。

　　大力开展遗传资源保护设施建设。中国建设了长期库、中期库、种质圃、原生境保护点和基因

库相结合的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立了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相配套的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体系。截至目前，中国长期保存作物资源51万份、畜禽地方品种560多个，位居世界前列。

全国范围内建设31个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圃，2个种质资源库，保存种子种苗1.2万多份。

　　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能力。中国完善外来物种管理法律制度，发布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

种名单，指导地方开展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监测、防控灭除和监督管理。中国发布了一系列转基因生

物及其产品的监测和风险评价技术标准和规范，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制定并实施

《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重点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能力

建设，积极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七）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督检查力度

　　中国持续加大对破坏及危害生物多样性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力度，完成了400多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卫星遥感监测，225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遥感监测全覆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的违法活动

采取零容忍态度，通过开展监督检查专项行动进行严肃查处。此外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查处涉及野

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案件，持续开展打击整治枪爆物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从源头遏制持枪狩猎活

动发生；严厉打击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对非法携带和邮寄种子种苗等违

法行为进行坚决查处，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和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渔获物专项行动，斩断非法捕捞、运输、销售长江野生鱼类的产业链。

　　三、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多样性改善民生



　　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推进。中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培育

优势资源、发展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试点示范，在充分考虑地方优势生物资

源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出适合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推进模式，试点地区生物资源均得

到有效保护，贫困户年收入显著增加。

　　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扶贫中，中国注重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模式，发展特色产业。湖北省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地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建立蜜蜂养殖、蜜源植物种植

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的减贫模式，全县贫困户中有3500个有望脱贫，户均增收5000多元。该案

例于2019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联合发起的“110个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

案例。

　　2016年以来，河北省围场县八顷村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优势，积极探索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减贫的产业项目，包括玫珑瓜种植、金莲花种植、有机富硒马铃薯种植、菊芋种植等产业，闯出一

条生态产业致富路，带动全村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形成了产业项目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2019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贫困综合发生率降至0.34%。

　　（二）促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扎实推动农业、林业等领域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中国通过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制度，积极

推动林业、草原、湿地、农业、海洋等领域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资

源总量，增强生态系统功能，加强资源保护及灾害防控，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执行《全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化肥用量提前实现负增长，畜禽粪污、秸秆综合利

用水平明显提升。

　　强化海洋资源和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实施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开展一

系列资源养护政策和措施，加强水生生物保护，可持续利用现有渔业资源。2003年以来，中国对第

一大河长江全流域实行了每年3至4个月的禁渔期，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

区实现全面禁捕，2021年1月1日起，将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等重点水域实行

10年禁捕，为长江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提供时间和空间，守护长江生物多样性基因库。实施生态保护

修复，强化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大力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行动，放流重要水生生物苗种，有

效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和捕捞渔船“双控”制度，逐步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

量和总功率，降低对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逐步降低海洋捕捞产

量，努力实现海洋捕捞总产量与海洋渔业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

　　（三）生物多样性促进社会公平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区间、产业间均衡发展。中国持续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以

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和湿地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投入，开展生态核心区内居

民生态搬迁、贫困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横向生态补偿等方式，推进生态保护扶贫行动。

　　中国设立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

导向功能，推动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2008—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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